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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二十

连载

■刘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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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假仁纵敌

“假仁纵敌”中的“假”为借的意思。这一
成语的意思是：讲不该讲的仁义，想借仁义胜
敌，结果却放纵了敌人，给自己招致祸患。这
一成语源于春秋时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

宋襄公为谋霸上了楚国的当，不但被捉
弄、污辱，而且差点儿丢了性命，怨恨之情，痛
入骨髓，只恨力不能报。襄公想起当时郑国国
君倡议尊楚成王为盟主一事，对郑国不胜其愤。

周襄王十四年春三月，郑文公去楚行朝
礼，宋襄公闻之大怒，遂起倾国之兵，亲讨郑
罪。他的哥哥目夷谏道：“楚、郑方睦，宋若伐
郑，楚必救之。此行恐不能取胜，不如修德待
时为上。”襄公怒不可遏：“你们不愿行，寡人
将独往！”大司马公孙固只得随他出师伐郑。

郑文公大惊，急遣人向楚成王报告。楚
成王说：“郑事我如父，宜亟救之。”大臣成得
臣进言：“救郑不如伐宋。宋公被执，国人已
破胆矣。今复不自量，以大兵伐郑，其国必
虚。乘虚而捣之，其国必惧。此不待战而知
胜负者也。若宋还而自救，彼亦劳矣。以逸
制劳，安往而不得志耶？”楚王以为然。即命
得臣为大将，兴兵伐宋，直奔睢阳。

宋襄公闻信，兼程而归，两军战于泓水。

襄公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
不足，仁义有余。昔武王虎贲三千，而胜殷亿
万之众，惟仁义也。以有道之君而避无道之
臣，寡人虽生不如死矣。”命竖大旗一面于辂
车，上写“仁义”二字。

楚军渡河时，公孙固向襄公请求：“楚兵天
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
仅此就胜了楚军一半，岂有不胜之理！”建议此
时向楚军发起攻击。襄公道：“你没看见‘仁义’
二字吗？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楚军过了河正在布阵时，公孙固又请于
襄公：“楚方布阵，尚未成列，此时我们急鼓进
攻，楚军必乱。可胜。”襄公说：“你贪一击之
利，不顾万世之仁义了吗？寡人堂堂之阵，岂
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见胜敌的大好
时机白白地被放过，暗暗叫苦。

楚兵阵势已成，人强马壮，如蜂似蚁，宋
兵皆有惧色。襄公命军中擂鼓。楚军中也擂

起鼓来。襄公自挺长戈，带公子荡、向訾守二
将及门官之众，催车直冲楚阵。楚军大开阵
门，只放襄公一队车骑进阵。公孙固随后赶
上护驾，襄公已杀入阵内。

公孙固挺戟战楚将正悍时，宋襄公伤股。
公孙固杀入重围，上前看时，见襄公身被数创，
右股中箭，射断膝筋，不能起立。公孙固连忙扶
襄公于自己车上，以身蔽之，奋勇杀出。众将士
且战且走，脱离楚阵，宋之甲车十丧八九。楚
军乘胜追之，宋军大败，辎重器械委弃殆尽。

公孙固同襄公连夜奔回睢阳城。襄公叹
曰：“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
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
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
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
尚未列好阵的敌人）”。他认为自己遵守古训
行事并无不当。目夷说：“兵以胜为功，谁还
顾得你那些道理？如果一定像你说的那些去

做，干脆做人家的奴隶算了，还打什么仗？”大
家都埋怨宋襄公，说，面对凶恶狡猾、背信弃
义的敌人却想以仁义胜之，岂能不败！

泓水之战的结果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
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
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
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
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
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
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车阵战法
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
要。正如《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
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
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楚兵大获全胜，复渡泓水，奏凯而还。宋
襄公因为思想守旧，拘泥于古战法，想靠“仁
义”胜敌，结果落下残败，后来伤股复发，不幸
身亡。当时和后世的人们谈及此事，都说他
是“假仁纵敌”才遭了残败，成了万世笑柄。

“假仁纵敌”也因此成了成语。简称“纵敌”。
例句：宋代秦观《边防》中：“且时难得而

易失，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现代人说起打
仗便认为：“敌人狡猾凶残，我们千万不能假
仁纵敌。” （83）

■

为了最后的胜利（下）

1944年 7月 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发河南控制
中原战略方针的指示》,确定以八路军太岳、冀鲁豫军区各
一部南下开辟豫西，并加强睢杞太地区；以新四军第五师
一部，沿平汉路向北发展；第四师一部西进豫皖苏边，恢复
萧县、永城、夏邑、宿县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
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

8月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
定四师西进。8月 15日，四师在淮北半城召开誓师大会，
开始西征。小朱庄一仗，四师歼灭了国民党苏北游击第四
十纵队王传绶部，打开了挺进路西的大门。随后，四师连
克黄庄、车集、马庄等据点，迅速恢复了萧、永、宿地区。

9月10日，彭雪枫师长亲自指挥部队围歼盘踞在夏邑
东部八里庄的伪化顽二十八纵队八十二支队李光明部，共
歼守敌 1000余人，其中毙伤敌支队参谋长以下 200余人，
生俘支队司令李光明、副司令李良玉以下官兵572人，争取
战场起义300余人。此战打破了伪顽的路西防线，粉碎了
伪顽妄图合击四师于永夏地区的阴谋，为进一步打开夏永
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这次战斗中，豫皖苏边军
民所敬爱的彭雪将军壮烈牺牲。

彭雪枫，原名彭修道，河南镇平人，1907年生，1926年
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他在长征中
成长为颇有名气的将领，在赤水河、娄山关、遵义城、金沙
江、大渡河、雪山草地等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著名战斗中，

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在 1938年 9月开创豫皖苏根据地
以来，他所率领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杀日寇，
战顽匪，造福民众，被誉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彭雪枫的优秀品质和卓越功绩，正如中共中央委员会
在挽联所评价的那样：“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
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
被长淮。”彭雪枫牺牲后，永城县更名为雪枫县，以纪念这
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豫皖苏根据地的开拓者。

彭雪枫的壮烈殉国也激励了四师指战员的斗志，他们
经过连续作战，在10月初即消灭伪化土顽6000余人（含起
义人员），解救了120万同胞，恢复建立了萧县、永城（后改
雪枫）、宿西、夏邑等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四师指
战员在 1944年 10月下旬进行了保安山自卫反击战，一举
歼灭国民党苏鲁豫皖挺进军王毓文部；11月又相继建立了
永商亳（后改为雪商亳）、永涡（后改为雪涡）、宿怀、宿蒙等
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12月，四师全面收复了豫皖苏边抗
日根据地。

1944年12月11日至17日，中共淮北区党委召开路西
工作会议，宣布撤销淮北苏皖边四地委，成立淮北苏皖边
二地委、二专署和二分区，地委书记由吴芝圃担任，专员为
彭笑千，张震兼二分区司令员。淮北苏皖边二地委辖萧
县、宿西、永城、夏邑、永商亳、永涡、宿蒙、宿怀等8个县委
和抗日民主政府。

战略反攻欢庆胜利

1945年 8月 9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日
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对
日受降及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商丘之冀鲁豫十二地
委、十地委和苏皖边二地委遵照中央和冀鲁豫区、淮北区党
委的指示，领导抗日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开始了战略大反攻。

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组成南、北、中三路大军，向盘踞
在开封、新乡、商丘及沿线城市的日伪军展开进攻。南路
军在王秉璋、段君毅的指挥下，军区十五团、三十团（原水
东独立团）和二十九团相互配合，从开封南郊回师水东地
区，于8月26日晚攻占通许、杞县县城，全歼守城伪军。芝
圃、克威两县附近群众携带白面、猪肉、鸡、蔬菜等慰劳品慰
问参战部队，庆祝杞县、通许光复。8月27日，冀鲁豫十分区
第十八团在民权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民权县城，并
同时攻占民权车站，拦腰截断了陇海铁路，俘虏民权县保安
联队中队长白永禄以下伪军250余人。民权县抗日民主政
府县长陈丽泉随军进城，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欢庆民权解
放。随后，冀鲁豫十二分区司令员金绍山指择军区十五团、
三十团和太康县大队，歼敌3000余名，解放了太康县城。

在商丘东部地区，苏皖边二分区军民，从 8月 11日开
始对日伪军发起大反攻，拔除一个个日伪据点，使解放区迅
速扩大。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津浦路
西据点的日军大都相继撤走，只剩下几个孤城由伪军困守，
拒不投降。8月27日，新四军四师十一旅在师参谋长、二分
区司令员张震的指挥下，在雪枫县总队和区队的配合下，向
龟缩在永城县城的伪路西保安部队窦殿臣、杜春台部及永
伪二、三、六、七区队发起攻击。至29日下午，我军全歼守
敌，解放永城。中共雪枫县委和县政府随迁驻县城，组织
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

随着日本投降，14年抗战结束了。但至 1945年 8月
底，商丘地区的商丘县城、柘城县城、睢县县城、宁陵县城、
夏邑县城还被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占领着，原已被解放的虞
城、民权县城又落到国民党的手中。经受了抗日战争血与
火考验的中共商丘党组织和商丘人民，为争求自身的彻底
解放，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从华北、
华中抽调部队发起河南战役，冀鲁豫边区日伪势力大减，
区党委决定乘机发起攻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从7月开
始，我军发起了微山湖反顽战役，第十军分区二十一团和
各县武装协同作战，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9月，根据军委指示，边区组建了南下支队，由王璋率

领越过陇海铁路，配合新四军四师收复豫皖苏。冀鲁豫十
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于 1944年 7月把民权、兰封与
考城分开，成立民兰工委，下辖民权北关、胡集两区委。工
委成立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相继建立了林七、孙六区
委。同年冬，冀鲁豫十地委改民兰工委为民权县委，下辖
北关、王桥、林七、孙六四区委。同时成立了民权县抗日民

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积极贯彻淮北区党委路西
会议精神，在新恢复的地区推行以减租减息增资（简称双
减一增）为内容的公平负担政策，同时提出“保障佃权”“反
对驴打滚”等口号，给群众带来一定的实际利益，一步调动
了群众支持民主政权、参与抗日的积极性。

恢复学校，兴办教育，是二专署和各县抗日民主政府
恢复后办的另一件大事。专署和县政府设置了教育科，区
政府配备了教育区员，规定了实行生产教育、民主教育和
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努力进行学校的恢复建立和
整顿工作。

1944年11月，二专署创办永城中学。1945年 2月，二
专署决定将永城中学、演集中学和萧县中学合并为建设中
学。建设中学一直办到 1946年 8月，毕业两届学生，培养

了千余名革命干部。此外，各县各设有一所中学，区设有
一至二所完小，乡或保设有一至数所初小。一些地方还开
办了冬学，吸收青年农民参加学习。

面对豫皖苏边根据地的恢复和建设，龟缩在县城和一
些据点的日伪军，还想作最后挣扎。从1945年年初开始，
永夏地区的日伪军连续向夏三区、夏邑县抗日民主政府驻
地和永东一带，进行“扫荡”，遭到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

1945年 5月，为迎接全国的战略反攻，二分区根据新
四军军部指示，主动发起了宿西南战役。张震率九旅二十
九团，十一旅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以及骑兵和地方武装，
向盘踞在孙町、芦沟、袁店、任集的伪军张岚峰部十五、十
七两个师发动进攻。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歼敌5000余人，
拔除日伪据点19个，进一步缩小了日伪占领区。

在巩固水东，开辟水西，扩大永夏根据地后，我军于1945年8月开始实施战略反攻。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组成南、
北、中三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相继光复民权、永城，并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主政府，并组建了40余人的保卫队，不久发展到百余人，成
立了民权县大队。

1944年 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讲，号召根据地军民扩大解
放区，缩小沦陷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兄
弟部队的配合下，从1945年1月至5月发起了春季攻势。5
月初,第十军分区部队发起了鲁西南讨顽战役，先后歼灭顽
杂武装5000余人。在此形势下，鲁豫十地委决定以曹八区
为基础，在青堌集以南的黄河故道两侧设置虞城县。

6月 1日，中共虞城县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虞
城县下辖一、三两个区。此后，虞城县又组建了县大队、保
卫队和两个区队，共300人枪。县委、县政府成立后，积极
领导抗日军民打击敌人。6月底，虞城军民配合冀鲁豫军
区部队全歼伪化顽军保安第二十四旅李子仪部，拔除了十
分区向南发展的障碍。随后，县大队和区队乘胜向陇海铁
路一线出击，解放了大片村庄，新建了二区、四区，扩大了
解放区地盘。此时，驻虞城日伪军担心被歼，弃城逃往商
丘。虞城县县长郑美臣于7月10日带领县大队进城，受到
群众的夹道欢迎。但由于当时占领城市的条件尚不成熟，
县大队当晚又主动撤出，县城旋被国民党苏鲁豫皖边第十
八纵队蒋嘉宾部占领。

武力恢复豫皖苏边

全力发展粉碎“扫荡”

巩固发展路北地区


